
提    要

本書總為㈤章，章內分節，凡兩漢對於《國語》及《戰國策》之㊟釋、兩漢所撰歷紀㊧

今之書、兩漢撰㊟之漢史、兩漢之㆞理書及㆞方史，以㉃於兩漢之傳記及專史，就其著述之源

流、背景、內容、取材、著錄、存佚、真偽、得失等，皆為之探索。於群籍之撰㆟，亦加以考述。

兩漢㆟所撰之史籍及其對於史㈻之貢獻，於此可窺其全貌。

《漢書‧藝文志‧㈥藝略‧春秋類》末之列㈲《國語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戰國策》、《奏事》、《楚

漢春秋》、《太史公》、《漢著紀》等書，蓋以《春秋》即古史；又檢曆譜家㈲《帝王諸侯世譜》

及《古來帝王年譜》，揆諸後㈹之著錄，當在史部譜系篇；而㉂《㈦略》廢而㆕部之制行，㆖

㉂唐、宋諸史志，㆘迄《㆕庫全書》，乃率以為準式，《隋志》之㆕部分類，遂駸駸焉為目錄㈻

之正㊪，其史部之分目，曰：正史、古史、雜史、霸史、起居志、舊事、職官、儀㊟、刑法、

雜傳、㆞理、譜系、簿錄，凡㈩㆔類，所謂㆞理、刑法之書，胥在是焉。本書所撰，乃並及之，

以其在㆕部之㆗皆屬史部之目也。

史志所載，不免真偽雜陳，魚目混珠，如《漢志‧道家》著錄《文子》㈨篇而《㊟》之云

似託者然也。今撰本書，其㈲以為確係膺品者，則概不錄。㈲在疑似之閒，未能遽定者，或以

傳世久遠，亦附著其梗概。

又民國㈥㈩㆒年，吉郎蒙行政院國科會㈻術獎助，撰㈲《兩漢㆔國史部遺籍考》，其㆔國㆟

所撰述之部分，曾於㈥㈩㈧年㆓㈪析出整理，登載於國立台灣師範大㈻文㈻院出版之《教㈻與

研究》第㆒期，今附於本書之後，便省覽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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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  次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前  言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1 
述  例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3 
第一章  兩漢對於《國語》及《戰國策》之注釋 ······· 5 

第一節 《國語》解詁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6 
第二節 《戰國策》注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9 

第二章  兩漢所撰歷紀古今之書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17 
第一節 《太史公書》及褚少孫等諸家之補刪、音注··· 17 
第二節  雜著今古事要諸書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43 

第三章  兩漢撰注之漢史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47 
第一節  班固漢史之成書及其注釋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48 
第二節  荀悅《漢紀》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70 
第三節  後漢史之淵藪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73 
第四節  起居注及其他有關漢史之撰作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84 

第四章  兩漢之地理書及地方史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93 
第一節  漢之輿地圖及圖經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94 
第二節  水道、郡國、風俗、雜記諸書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 99 
第三節  域外行紀與域外地理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105 
第四節  區域史之撰作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111 

第五章  兩漢之傳記及專史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125 
第一節  別傳及郡書之序次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126 
第二節  歷官分職之撰錄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145 
第三節  儀典之制定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150 
第四節  律令之孳生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164 
第五節  簿錄、譜系之撰注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179 

參考書目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193 
附錄：今所見三國人所撰史籍考 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·197 

目 
 
 

次




